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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运用恒定市场份额模型 ,定量分析了 1992 —2002 年我国大陆农产品出口台湾地区的竞争效应、商品构成

效应和市场规模效应构成。结果表明 ,大陆对台湾农产品出口贸易中 ,主要产品类型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和中

草药等一些特定产品领域 ;竞争效应是大陆农产品对台湾出口增加的主要原因 ,是农产品贸易顺差产生的关键因

素 ;市场规模效应和商品构成效应对大陆农产品出口的增加起到了逆向作用 ,其中对台湾需求较高的农产品出口

较少是造成商品构成效应不明显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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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 ap er , with constant market share model , analyzed the composition of comp etition , commodity

composing and market s cale effect on agricultural export from Chines e Mainland to Taiwan during 1992 and 2002. The

res ults showed that labor2intensive and s ome sp ecial products from Chines e Mainland , like Chines e traditional

medicine , were favorable in the agricultural exportation to Chines e Taiwan. Comp etitive effect , the main reas on for the

remarkable increas e in exportation to Chines e Taiwan , was the key factor controlling Chines e Mainland to obtain s urplus

between cross2s traight agricultural trade . In contras t , commodity composition and market s cale effect were negative

factors . There was s carce exportation of the products which Chines e Taiwan much required , which might be the main

reas on for little commodity composing effec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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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大陆对台湾地区的农产品贸易一直处于顺

差地位 , 对改善两岸贸易平衡起到了一定的作

用[1 ]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大陆对台湾农产品出

口贸易波动很大 ,但总体上呈增长趋势 ,大多数学者

将这一现象解释为大陆农产品竞争力强于台湾[2 ]。

虽然这一判断已被广泛认可 ,但究竟竞争力对大陆

农产品出口台湾有多大贡献 ,除了竞争力外还有没

有其他因素的影响 ? 对这些问题 ,目前尚没有较为

深入的研究。笔者采用恒定市场份额模型 , 利用

1992 —2002 年两岸农产品贸易数据 ,对大陆农产品

出口台湾贸易变化的原因进行定量分析。

1 　两岸农产品贸易的基本情况

大陆实行改革开放以来 ,两岸关系逐渐缓和 ,经

贸往来不断加强。1979 年两岸经香港转口贸易额

仅为 7 800 万美元 ,1990 年增至 40144 亿美元 ,增长

了近 51 倍。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两岸经贸往来日

益密切 , 贸易额由 1991 年的 5719 亿美元增加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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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 的 44617 亿 美 元 , 年 均 增 长 率 达 到

3214 %[3 ] 。

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 ,农产品一直是两岸贸易

的主要商品 ,大陆对台湾的农产品出口额一度在其

对台湾贸易总额中所占比重高达 70 %以上。虽然

1990 年后农产品在大陆对台湾贸易中的比重逐年

下降 ,但大陆对台湾农产品出口额和贸易顺差总体

上是增长的。图 1 示出 1992 —2002 年大陆对台湾

农产品进出口额的变化趋势。可见 ,大陆自台湾农

产品进口额相对平稳 ,而出口额波动较大 ,两岸农产

品贸易中大陆持续顺差。1992 —1995 年是两岸农

产品贸易的快速增长时期 ,大陆对台湾农产品进口

的年均增长率为 14172 % , 出口为 72103 %。1994

年大陆自台湾农产品进口额达到 0195 亿美元 ,而

1995 年对台湾农产品的出口额达到 3101 亿美元。

随后两岸农产品贸易受到政治局势的影响 ,开始呈

现明显下降的趋势 ,直到 2002 年这一趋势才得到缓

和。2002 年大陆对台湾农产品出口额达到 2191 亿

美元 ,比 2001 年增长 71172 % ,占台湾农产品总进

口额的比例也上升到 5100 % ;而大陆自台湾农产品

的进口额也有所增加 ,为 0184 亿美元 ,比 2001 年增

加了 2144 %。

由此可以看出 ,大陆对台湾农产品出口是两岸

农产品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大陆在两岸农产品

贸易中实现顺差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图 1 　大陆对台湾农产品进出口额变化趋势

Fig. 1 　The trends in agricultural import and export

from Chinese Mainland to Chinese Taiwan

2 　恒定市场份额模型分析方法

恒定市场份额模型 ( constant market share

model)是用来反映一国 (地区) 出口增长影响因素作

用程度的模型 ,由该模型推导出的出口增长与实际

出口增长的差别可以归结为竞争力的变化 ,由此可

以解释竞争力对出口贸易的影响[4 ] 。这一分析方

法的基本假设是 ,随着时间的变化 ,一国 (地区) 在世

界市场的份额保持不变[5 ] 。模型基本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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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V 1
i 为国家 (地区) A 在第一时期商品 i 的出口

额 ; V 1
ij , V 2

ij为国家 (地区) A 在第一、二时期对国家

(地区) j 出口商品 i 的贸易额 ; r 为在两个时期内世

界总出口的增长率 ; ri 为在两个时期内商品 i 的世

界出口的增长率 ; rij为在两个时期之间世界各国对

国家 (地区) j 出口商品 i 的增长率。

根据式 (1) ,国家 (地区) A 的出口增长有以下

几个影响因素 :1) 市场规模效应 ,反映世界出口的一

般增长对该国出口增长的影响程度 ;2) 出口的商品

构成 ,反映出口国 (地区) 要素禀赋的特点及专业化

生产产品的收入以及价格弹性的变化 ;3) 出口的市

场分布 ,衡量由于出口国 (地区) 单个进口市场规模

的相对变化所引起的出口国 (地区) 出口数量的变化

情况 ;4) 竞争效应 ,反映给定市场由于出口产品竞争

力的变化所引起的一国 (地区) 出口量的变化情况 ,

用来衡量其有效出口能力的变化情况。值得关注的

是 ,影响出口产品竞争力的因素很多 ,比如劳动生产

率、价格水平、产品质量、影响技术、贸易政策和汇

率 ,等等 ,但竞争力残差衡量的是这些因素的综合作

用而不细分具体因素的作用。当只考虑一个出口市

场时 ,式 (1) 可以简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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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 ,A 国的出口增长 ( V 2 - V 1) 由以下 3 部分组

成 :1) rV 1 ,市场规模效应 ;2) ∑
m

i = 1

( ri - r) V 1
i ,商品

构成效应 ;3) ∑
m

i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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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 ,竞争效应。

市场份额分析的最后结果依赖于分析时所选用

的时期。假如在分析期间市场份额发生了较大变

化 ,那么运用市场份额分析法将比较可靠。同时在

选择数据上一般采用不少于 2 年的市场份额的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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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相对于采用单个年份的数据 ,分析结果的可信度

较高[6 ]。本文中主要采用 1992 —1994 (第一时期) 、

1996 —1998 (第二时期) 、1999 —2001 (第三时期) 年

的平均数据 ,以及 2002 年的数据 ,采用 2002 年数据

主要是因为 2002 年是两岸加入 WTO 后的第 1 年 ,

台湾农产品贸易政策在 2002 年的较大调整使得大

陆农产品对台出口有较大的变化。

3 　大陆对台湾农产品出口的市场份额分析

表 1 示出大陆对台湾农产品出口的市场份额变

动情况 ,表 2 为大陆对台湾农产品出口的效果分析。

具体分析如下 :

第一时期世界对台湾农产品出口额 58149 亿

美元 ,同期大陆对台湾农产品出口额为 1139 亿美

元 ,占台湾农产品总进口额的 2137 % (表 1) 。其中 ,

中草药 ( HS 第 12 章) 、其他动物产品 ( HS 第 05 章) 、

水产品 ( HS 第 03 章) 和蔬菜 ( HS 第 07 章) 是台湾从

大陆主要的进口产品 , 进口额分别为 0134 亿、

0130 亿、0117 亿和 0110 亿美元 ,占台湾该类产品总

进口额的比例分别为 9171 % , 7111 % , 21129 %和

18121 %。其他产品所占市场份额相对较低 ,一般不

超过 5 %。　　

表 1 　大陆对台湾农产品出口的恒定市场份额分析

Table 1 　Analysis on constant market share for Chinese Mainland agricultural exportation to Chinese Taiwan

指 　标 项 　　目 　　
第一时期

(1992 —1994)

第二时期

(1996 —1998)

第三时期

(1999 —2001)
2002 年

台湾农产品总进口额/ 亿美元 58149 73125 60130 58105

实际贸易额 大陆对台湾农产品总出口额/ 亿美元 1139 2120 1170 2191

大陆出口农产品在台湾的市场份额/ % 2137 3100 2181 5101

潜在出口额
按上期总份额计算/ 亿美元 - 1174 1181 1163

按上期单个市场份额计算/ 亿美元 - 1168 1183 1160

　　注 :两岸农产品贸易数据来自《海关统计年鉴》,1992 —2002 ;台湾农产品进口数据来自《台湾农业年报》,1992 —2002 ;世界农产品贸易数

据来自联合国网站 ,http : ∥unstats. un. org/ unsd/ comtrade。经笔者整理计算。

表 2 　大陆对台湾农产品出口的效果分析

Table 2 　Analysis on result of Chinese Mainland agricultural exportation to Chinese Taiwan

第二时期 (1996 —1998) 第三时期 (1999 - 2001) 2002 年

贸易额/ 亿美元 比例①/ % 贸易额/ 亿美元 比例/ % 贸易额/ 亿美元 比例/ %

总效应 0181 100100 - 0150 100100 1122 100100

市场规模效应 0135 43103 - 0139 77105 - 0106 - 5119

商品构成效应 - 0113 - 16133 0102 - 3128 - 0103 - 2161

竞争效应 0160 73130 - 0113 26124 1131 107180

　 　注 :数据来源同表 1。①各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

　　第二时期大陆对台湾的农产品出口有显著增

加。按第一时期的总份额和单个市场份额分别计算

的第二时期潜在出口额分别为 1174 亿和 1168 亿美

元 ,而实际出口为 2120 亿美元 ,说明第二时期大陆

对台湾农产品出口较上期有明显增长 ,但所占比例

仅为 3100 % ,这主要是由于同期世界对台湾农产品

的出口也有较大规模增长造成的。在第二时期 ,大

陆出口台湾的主要农产品为 ,HS 第 03 ,05 ,07 ,12 和

15 章 ,出口额分别为 0141 亿、0152 亿、0114 亿、

0152 亿和 0114 亿美元 ,市场份额分别为 1215 % ,

3411 % ,1818 % ,5140 %和 6140 %。其中 ,只有第 03

和 07 章产品属于台湾消费需求增长率较高的产品

(第二时期台湾需求增长率较高的产品为 HS 第 03 ,

06 ,07 ,08 ,09 ,17 ,19 ,21 ,22 和 24 章①) 。

与第一时期相比 ,第二时期大陆对台湾农产品

出口增加的 0181 亿美元可以细分为 :1)世界对台湾

农产品出口比第一时期增加了 25 % , 0181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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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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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额中的 0135 亿美元 (1139 亿美元的 25 %)是由

于世界对台湾农产品贸易的扩张而增加的 ,表明这

一时期出口增加额的 43 %源自市场规模效应 ;2) 商

品构成效应同这一时期的出口增加是反向的 ,即商

品构成效应抵销了部分大陆对台湾农产品出口的增

加 ,比例为 16 % ,这是由于大陆对台湾出口额较高

的农产品中只有少数产品是台湾需求增长率高的产

品 ;3)农产品具有较强的竞争力是大陆对台湾农产

品出口增加的主要原因 ,该期出口额增加的 73 %得

益于竞争效应 ,即 0181 亿美元中的 0160 亿美元是

由于大陆农产品具有竞争力而增加的。

第三时期大陆对台湾的农产品出口萎缩 [7 ] 。

按第二时期的总份额和单个市场份额计算的潜在出

口额分别为 1181 亿和 1183 亿美元 ,而实际出口额

只有 1170 亿美元 ,说明在第三时期大陆对台湾农产

品出口有所下降。该期大陆对台湾农产品实际出口

额为 1170 亿美元 , 占台湾农产品总进口额的

2181 % ,略低于第二时期 ,同期世界对台湾农产品出

口也有所下降。第三时期 ,大陆对台湾出口的主要

农产品仍集中在 HS 03 ,05 ,07 和 12 章 ,出口额分别

为 0132 亿、0132 亿、0113 亿和 0137 亿美元 ,市场份

额分别为 10111 % ,28155 % ,14106 %和 5143 %。虽

然这一期各章节产品出口额都有所下降 ,但出口额

前 10 章产品中有 8 章产品属于台湾需求增长较快

的产品。

第三时期大陆对台湾农产品出口额下降的

0150 亿美元可以分解为 :1) 与上期相比世界市场对

台湾的出口下降了 18 % ,即 0150 亿美元出口减少

额中的 0139 亿美元 (2120 亿美元的 18 %)是因为世

界市场对台湾农产品出口规模的减少而造成的 ,即

该期出口下降的 77 %是由于市场规模效应引起的 ;

2)商品构成效应对大陆对台湾农产品出口的减少起

了微弱的抵销作用 ,这是由于大陆出口额较高章节

的产品多数属于台湾需求增长率高的产品 ;3) 竞争

效应对这一时期的出口下降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即

0150 亿美元中有 0113 亿美元 (26124 % ,见表 2) 是

竞争效应而引起的。可以看出 ,虽然竞争力也影响

了该期农产品出口的下降 ,但世界市场对台湾农产

品出口的减少是造成大陆农产品出口台湾减少的主

要因素。

2002 年是大陆对台湾农产品贸易高速发展的

一年[8 ] 。按第三时期的总份额和单个市场份额计

算的 2002 年潜在出口额分别为 1163 亿和 1160 亿

美元 ,而实际出口额为 2191 亿美元。可以看出 ,

2002 年大陆对台湾农产品出口贸易显著增长。与

2001 年相比 , 大陆对台湾农产品出口增长了

71172 % ①, 大陆农产品出口所占份额增加到

5100 % ,这主要是由于加入 WTO 后台湾逐渐取消

或减少了自大陆进口农产品的限制。2002 年 ,大陆

出口台湾的农产品主要为 HS 第 03 ,05 ,07 ,12 ,20 ,

21 和 22 章 ,出口额分别为 0147 亿、0135 亿、0115

亿、0136 亿、0116 亿、0110 亿和 0128 亿美元。虽然

该年大陆有 7 章产品的出口额超过1 000万美元 ,但

只有 2 章产品 (07 和 21 章) 属于台湾进口需求增长

率高的产品。

2002 年大陆对台湾农产品出口增加的 1121 亿

美元可以分解为 :市场规模效应和商品构成效应对

大陆农产品出口台湾起了抵销作用 ,分别抵销了增

加额的 5119 %和 2161 % ;大陆对台湾农产品出口增

加的 107180 %来自竞争效应 ,即竞争效应带来的出

口的增加超过了实际出口的增加额 ,如果没有市场

规模效应和商品构成效应的负作用 ,该期大陆对台

湾的出口应该更多。大陆农产品本身具有较低的生

产成本 ,并且由于两岸相邻的地缘优势和相似的生

活习惯 ,使得大陆的农产品更具有竞争力 ,加入

WTO 后台湾按照自由贸易的原则取消了一些对大

陆农产品进口的限制 ,进一步促进了大陆对台湾农

产品出口贸易的发展。

上述分析表明 ,第二时期中 ,竞争效应和市场规

模效应是这一时期大陆对台湾农产品出口增加的原

因 ,其中竞争效应是主要的影响因素 ,而商品构成效

应则起到了相反作用。在第三时期 ,市场规模效应

和竞争效应同时导致了大陆对台湾农产品出口的下

降 ,其中世界市场对台湾农产品出口规模的减少是

造成该期大陆农产品对台湾出口下降的主要原因。

在 2002 年大陆对台湾农产品出口的恢复过程中 ,市

场规模效应和商品构成效应对大陆农产品出口台湾

的增加起到了相反作用 , 分别为 - 5119 % 和

- 2161 % ;竞争效应则为该期出口的增加贡献了

107180 % ,即大陆对台湾农产品出口的增加完全是

竞争效应引起的。

19

① 台湾“行政院农委会”统计室. 农产贸易统计要览. 中国

台湾 :“行政院农业委员会”,20021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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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 　论

1)较强的农产品竞争力是大陆对台湾农产品出

口贸易增加的主要原因 ,是确保大陆在两岸农产品

贸易中维持顺差的主要因素。

2)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 ,世界市场对台湾农

产品出口规模的下降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大陆对台

湾农产品的出口。

3)大陆对台湾农产品出口主要集中在劳动力密

集型的水产品、其他动物产品、蔬菜产品 ,以及大陆

特有的中草药等产品上 ,而水果、茶和咖啡、谷物及

其制品和糖类产品等台湾需求增长较快的产品的出

口较少。大陆对台湾农产品出口种类比较集中 ,在

出口额较大的产品中只有少数是台湾进口需求增长

率高的产品 ,使得商品构成效应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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